
从"小 学"到"悟 言 学"

声 烈 鉦(武 汲大学)

从很早升始,双 民族就升始研究自己的悟吉文字,逮 和研究源逸流長,成 果車富。

不近,指 称遠冂学 向的木i吾很晩オ与世界接軌,在 漫長的坊史年代,人 伯称逮冂学 向

力"小 学"。 本文考察双 民族珸言文字之学指称木悟 由"小 学"到"悟 言学"的 演変せ程,

掲示各个ﾟi段 的特点,探 付演変劫因。

遠一演変述程可循三条銭索考察,

、 小 学

"小 学'L洞 在能碗圦力先秦 的文献 中不見
,始 児于双代 的文献中,如,

天子命之教,然 后力学。小学在公宮南之左,大 学在郊。天子日辟雍,渚 侯 日類

宮。(《 礼iZ・王制》)

及太子少長,知 妃色,則 入于小学,小 者所学之宮也 。(《 大戴礼i己・保傅》)

周礼八歩入小学,保 氏教国子,先 以六需。(杵 慎 《悦文解字叙》)

令夭下小学,戊 子代 甲子力六旬首 。(《 汲帛・王莽'佑第六十九中》)

始入小学,涌 孝経章句,和 熹皇后甚嘉之,以 力宜奉大銃 。(《 奈規汲妃》巻三

"敬宗孝順皇帝")

硯冰釋,命 幼童入小学,学 篇章 。(崔 寔 《四民月令 》)

《奈規扠泥》是奈双官修 的本朝紀佳体史帛,"敬 宗孝順皇帝"即 奈汲順帝。 《四

民月令》的作者崔寔是奈汳人,弔 中反映的主要是奈双吋期洛阻地区的鋒済与文化生

活 。遠里的六条材料,前 三条悦的是先秦的情况,后 三条悦的是双代的情况。 《大戴

礼う己・保傅》本身己明吉"小 学"是"小 者所学之宮",近 人黄侃 《文字声韵洲沽毟氾》指

出・"《 悦文・叙》云,`周 礼八歩入小学,保 氏教国子先 以六需。'《大戴礼・保傅篇》

Y注,`夕 卜舍,小 学。渭虎 冂師保之学也 。'《白虎通》・`八歩入小学,十 五夛入大学。'

則古之所渭小学者,自 名其舍 日学,固 非今 日之所渭小学也。"1

依据 以上材料可知,先 秦的"小 学"指 的是初級学校,双 代依然如此 。

也就是在汳代,"小 学"由 指初級学校友展出鞋指文字学的用法。逮是因¥¥,儿 童

入 小学首先学 的是文字,減 如 《扠毛・乞文志》所悦、"古 者八歩入小学,故 《周官》

保 氏掌非国子,教 之六弔,渭 象形、象事 、象意、象声、鞍注、假借,造 字之本也。"

《双有》中多赴以"小 学"指 称文字之学,如 、

1黄 侃 《文字 声韵 ツll沽毟 氾 》第1頁,上 海 古 籍 出版 社1983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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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烈鉦

徴夭下通知逸 經、古記、夭文、暦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 、

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 所為駕一封朝傳,遣 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汲需・平帝

鉈》)

至元始中,征 天下通小学者 以百数:,各 令杞字于庭 中。(《 汲需・芝:文志》)

初,郵 从張吉学,吉 子竦又幼孤,从 邨学 同,亦 著于世,尤 長小学。郵子林,清

静好古,亦 有雅材,建 武中坊位列卿,至 大司空 。其正文字道于郵 、竦,故 世吉小学

者 由杜公。(《 汲帛・杜郵佶》)

顔師古注 《杜郵佶 》日3"小 学,渭 文字之学也。周礼八 歩入小学,保 氏教 国子

以六需,故 因名云。"《 后汲需・Y植佑》李賢注 日,"《 前弗》渭文字力`小 学'也 。"

《前需》即指 《双需》。

尤其重要的是,《 汳鵠》中的 《芝文志》是史志圏需 目汞之作,它 在給圏杉分炎

吋列有"小 学"一yc:

凡小学十家,四 十五篇。

返:一美所列的十家四十五篇是,《 史籀》十五篇、 《八体六技》、 《莟頡》一篇、

《凡将》一篇、 《急就》一篇、 《元 尚》一篇、 《洲纂》一篇、 《剔字》十三篇、 《巷

頡佶》一篇、揚雄 《荅頡洲纂》一篇、杜林 《荅頡�)II纂》一篇、杜林 《荅頡故》一篇。

星然,迭 些都是属于文字学范畴的弗籍。

以"小学"作 力圏帛的小美名,表 明其作¥¥学 科木ip的 身价己完全礁立 。
"小学"自 双代硯立力珸吉文字学科 的学科木珸后

,一 宜沿用至近現代 。但其具体

内涵坊代有変化友展。

在双代,"小 学"主 要指文字之学,不 含音韵,基 本上也不含洲沽。悦它基本上不

含洲沽,由 下面的事実可hl:一 是上引 《双需・平帝彡己》中以"小 学"与 《尓雅》并列言

二是 《双需・芝文志》将 《尓雅》、 《小尓雅》列在"孝 経"美 中,不 入"小 学"美 。迭都
,.r
L明,作 力洲沽学莫基之作的 《尓雅 》双代是不在"小 学"范 囹之内的。至于音韵 学,

魏晋以后オ巣起,双 代"小 学"自 然不包含遠一分支。銭大听日,"双 世言小学者,止 于

辨別文字,至 魏李登、昌静,始 因文字,美 其声音。"(?)

魏晋南北朝,"小 学"的 范囹ザ大。在人伯的心 目中,"小 学"己 不限于文字之学 了。

清看下列材料・

家君 以力外戚佶称史佚教其子 以 《尓雅》。 《尓雅》,小 学也。又氾吉孔子教魯

哀公学 《尓雅》,《 尓雅 》之出近矣。(晋 葛洪 《西京奈氾》巻三)

世同小学者,不 通古今,必 依小篆,是 正需氾;凡 《尓雅》、 《三荅》、 《悦文》,

岩能悉得荅頡本指哉?(《 顔氏家洲・4翁正篇》)

及宣成二帝,徴 集小学,張 敵 以正旗佳並,揚 雄 以奇字纂洲,并 貫鍄雅頌,恵 鬩

音文,鴻 箸之徒,莫 不洞暁。(《 文心雕戈・鯨字》)

《西京奈杞》明言 《尓雅》属于"小 学";《 顔氏家洲》淡到"小 学"研 究,也 将文

字学方面的 《三荅》、 《悦文》与洲-沽学方面的 《尓雅》相提并槍;《 文心雕戈 》淡

到汲代征召的"小 学"家 張敵、揚雄,贊 揚他佃"恵 鬩音文"。 凡此都表 明,i魏 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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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 学"到"珸 言 学"

吋 期 学 者 的 心 目中,"小 学"己 包 含 側 重"文"的 《尓 雅 》 和"音"。

至 唐 魏 征 等 撰 的 《隋 扣 ・祭 籍 志 》,・小 学 ・・范 囹 的 ザ 大 在 学 科 意 文 上 得 以碗 立 。《隋

需 ・径 籍 志 》分 祭 、史 、子 、集 四 部,蛭 部 十 小 炎,六 祭 之 夕卜,男 四 小 美 是"孝 経"、"tie,

}吾"、"圏 第"、"小 学"。 隋 志 的 情 况 可 恵 結 力 以 下 三 点:

1.《 隋 需 ・祭 籍 志 》 淡"小 学"美 吋 并 没 有 《双 禰 ・芝 文 志 》"凡 小 学 十 家"那 祥 明 碗

的 炎 剔 椋 示 。志 中 只在 行 文 中 作 力 学 科 名 提 到"小 学"三 次,吉 晋 秘 扣 益 荀 勗(xu去 声)

《中 径 新 簿 》 分 圏 需 力 四 部,"一 日 甲 部,彡 己六 芝 及 小 学 等 弔";言 刔 宋 王 位"又 剔 撰

《七 志 》 、 一 日 《鋒 典 志 》,彡 己六 芝 、 小 学 、 史 氾 、 奈 佑"言 言 將 石 経 拓 本"附 于 此 篇,

以 各 小 学"。 前 兩 次 皆 出 現 在 《径 籍 志 》 升 訣 的 恵 恰 部 分,后 一 次 倒 是 在 淡"小 学"的 部

分,但 是 在 遠 一 美 的 后 序 的 最 后 。 没 有 将"小 学"作 力 美 剔 名 柝 示,遠 是 一 件 憾 事 。

2.志 中"小 学"美 著 汞 的 有 《埠 荅 》、 《急 就 章 》 、 《古 今 字 沽 》、 《奈 字 解 沽 》 、

《悦 文 》 、 《玉 篇 》 、 《要 用t字 》 、 《声 美 》 、 《韵 集 》 、 《四 声 韵 林 》 、 《韵 略 》

等,基 本 上 都 是 文 字 学 和 音 韵 学 的 需 籍 。

3.志 中 《尓 雅 》 、 《集 注 尓 雅 》 、 《尓 雅 音 》 、 《广 雅 》 、 《小 尓 雅 》、 《方 言 》、

《釋 名 》 等 被 列 入"拾 珸"美,可 児 隋 志 込 没 有 把 洲 沽 之 学 正 式 碗 圦)勺"小 学"之 組 成 部

分 。

忌 起 来 悦,《 隋 需 ・蛭 籍 志 》 把 音 韵 学 正 式 納 入 了 小 学 的 范 国,但 它 込 没 有 把i)II沽

之 学 正 式 礁 圦 力"小 学"之 姐 成 部 分 。 有 学 者 説:"一 般 圦 力,《 隋 需 ・祭 籍 志 》 把`小 学'

分 力 洲 沽 、 体 勢 、 音 韵 三 美,柝 志 着`小 学'成¥¥独 立 的 学 科 。"2遠 科 悦 法 是 不 准 碗 的 。

第 一 次 碗 立"小 学"由 文 字 、 洲 沽 、 音 韵 三 大 部 分 姐 成 的 格 局 的,是 《旧 唐 需 ・鑑

籍 志 》(后 晋 刔 陶 等 撰).此 志 亦 以 経 、 史 、 子 、 集 区 分 大 美,鋒 部 下 有 十 二 小 美 。

其 第 十 一 小i美量 柝 名"沽 洲",但 遠 美 需 籍 的 内容 大 概 是 志 中 男 一 赴 所 悦 的"以 究 六 鋒 懺

候",并 非 一 般 的 悟 文 洲 解;且 志 中 前 面 量 単 独 祢 カ ー 小 美,但 后 面 著 汞 具 体 需 目吋 与

"懺 錦"
、"径 解"丙 小 美 混 同 不 分 。 而 其 第 十 二 美"小 学",恵 括 之 辞 日3"右 小 学 一 百 五

部,《 尓 雅 》 、 《广 雅 》 十 八 家,偏 傍 音 韵 奈 字 八 十 六 家,凡 七 百 九 十 七 巻 。"著 乗 之

有,洲 沽 美 有 《尓 雅 》 、

《集 注 尓 雅 》 、 《尓 雅 音 文 》 、 《鎮 尓 雅 》 、 《剔 国方 言 》 、 《釋 名 》 、 《广 雅 》 、

《博 雅 》 、 《小 尓 雅 》 等,文 字 癸 有 《三 荅 》 、 《埠 荅 》 、 《悦 文 解 字 》 、 《字 林 》 、

《字 銃 》 、 《玉 篇 》 、 《字 海 》 、 《文 字 要 悦 》 、 《字 需 》 等,音 韵 美 有 《声 美 》 、

《韵 集 》 、 《韵 略 》 、 《四 声 韵 略 》 、 《四 声 部 》 、 《韵 篇 》 、 《切 韵 》 等 。 昼 然,

此 志"小 学"美 己 実 防 上 嚢 括 了 文 字 、 洲 沽 、 音 韵 三 个 分 支 。

宋 代 是 从 理 槍 上 最 終 碗 定"小 学"范 囹 的 吋 期 。

欧 阻 修 在 遠 方 面 頗 有 貢 献 。其 一,欧 阻 修 等 撰 的 《新 唐,一k一.z文志 》較 《旧 唐 唱 ・経

籍 志 》有 一 大 迸 歩,逮 就 是 在 后 者 鑑 部 十 二 小 美 中,捌 去"沽 洲"一 美,存 十 一 美;其"小

学 美 六 十 九 家"中 嚢 括 文 字 、洲 沽 、音 韵 之 需 。這 祥,在 祭 部 小 美 体 系 中,"小 学"就 从

2王 貴 元 《弓王 堆 帛需 双 字枸 形系 銃 研 究・自序 》,广 西 教 育 出版 社1999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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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到実鈍正不奈了。其二,欧 阻修 《崇文忌 目叙釋・小学美》在理槍上岡明了小学的范

固,"《 尓雅》出于双世,正 名命物,垪 悦者資之,于 是有洲沽之学。文字之巣,随 世

鞋 易,各 超便省,久 后乃或亡其本,《 三荅》之悦始志字法,而 杵慎作 《悦文》,于

是有偏旁之学。五声昇律,清 油相生,而 弥炎始作 《字音》,于 是有音韵之学。篆、

隶、古文,力 体各昇,秦 、汲 以来,学 者劣扱其能,于 是有字需之学。"遠里从理槍上

把"洲 沽之学"、"音 韵之学"、"偏 旁之学"、"字 需之学"都 旧在小学名文之下 。

宋人晁公武 《郡二蕎旗ギ}志、》的理槍表述就更迸一歩,其 帛巻四悦:"文 字之学凡

有三,其 一体制,渭 点画有鰍衡 曲宜之殊;其 二洲沽,渭 称渭有古今雅俗之昇;其 三

音韵,渭 呼吸有清独高下之不同。槍体制之需,《 悦文》之美是也;槍 洲沽之需,《 尓

雅》、 《方言》之美是也;槍 音韵之需,沈 釣 《四声譜》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

量各一家,其 実皆小学之炎 。"逮 里在理恰上 明礁圦力"小 学"由"体 制"、"洲 沽"、"音

韵"三 者枸成 。晁氏此巻"小 学美"名 目下所列弔涵盖文字、ti)II沽、音韵 。

自宋最輿碗立小学之范囹之后,此 名及其内涵一宜沼用 至近現代。黄侃 《文字声

韵訓沽筆滬》悦,"今 之所渭小学者,則 中国文字、声韵、洲沽之学也 。"3

二 、文字之学、文字学

在"小 学"一 名流行的同吋,从 唐初起,出 現了"文 字之学"的 悦法。

顔師古¥¥《 汳需・杜邨佶 》作注 日,"小 学,渭 文字之学也。周礼八歩入小学,保

氏教国子以六需,故 因名云。"在遠里,顔lfi古 提出了"文 字之学"的 悦法。前面 己鐙悦

到,在 双代,"小 学"主 要指文字之学,不 含音韵,基 本上也不含洲沽,因 此,遠 里与

汲代"小 学"対 庄的"文 字之学",从 現代学科 的角度看,是 狭文的。

宋代晁公武 《郡需旗需志》巻四亦言"文 字之学",他 的用法与顔師古不 同。他悦,
"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渭 点画有瓠衡曲直之殊;其 二洲沽,渭 称渭有古今雅俗

之昇;其 三音韵,渭 呼吸有清油高下之不同。"星 然,晁 氏的"文 字之学"恵 括形 、音、

文,是 广文的。

1立垓指 出,"文 字之学"的 名称 自唐吃清,使 用不广 。我伯利用"汳 籍全文栓索系

銃"迸 行栓索,錯 果是,隋 唐五代1児,宋 迂金6兄,元 代无,明 代1児,清 代7児 。
"文字之学"狭 又 、广文丙和用法后代 曽并用。 《清史稿》列佳第二六八 ・"于 洲

沽、声音、文字之学,用 力尤深 。"逮 是狭文用法 。近現代,一 般用的是狭文,但 也有

广文用法。如銭玄同 《文字学音篇》一需,本 垪音韵,却 冠以"文字学"。

晩唐又出現"文 字学"的 悦法 。不辻,一 宜到清代,鋒 利用"双 籍全文栓索系銃"栓

索,rd,u.共只)n�,10来次、隋唐五代1見,宋 迂金1児,元 代3兄,明 代1見,清 代梢多一点。

本无文字学,何 有往来帛?(晩 唐芥己 《拡稽康絶交寄湘中貫微》)

得者只是文字学,与 他祖師大逸在 。(《 景徳佳灯最》巻二八"哈 済文玄和尚")

3黄 侃 《文字 声 韵訓 沽 筆泥 》:第1頁,上 海 古籍 出版 社1983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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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刀皆天文、地理、算学、化学、げ学、屯学、机器学、医学 、格致学、方言学、

文字学、輿圏学、律例学,分 冂別美,幼 而刃,壮 而行,故 能人オ 日出。(清 《皇朝

錏世文銃編》巻一百三通槍部 四)

府考拭 以文字学、策 向学。(清 《皇朝経世文銃編》巻一百三通恰部四)

清 《皇朝祭世文銃蝙》中的"文 字学"是 平格 的学科木珸。

三 、言珸文字之学、悟言文字之学、悟吉文字学、珸 吉学

明代 出現了"言.bq文 字之学"的 悦法,不 迂仮2次,且 在"双 籍全文栓索系銃"之
"清" 、"民 国"部 分不再能児到。明代 的兩次是,

毎于退朝之暇 日,取 是需参貭蚤経賢佳,以 増益所渭知,ザ 充所渭仁,堅 忍所渭

勇,劣 求不力吉悟文字之学,而 宜 以今 日天下之勢験之前代既往之迹 。(明 代 《大 明

筅宗鈍皇帝実汞》巻之一百一十九)

或 日3"先 生与 白沙之侍,可 渭世称兩絶者;日 言珸文字之学,昔 人渭落第二文

矣。"(明 代 《泉翁大全巻之六十文集 ・墓志銘 》)

逮丙赴似不能視力平格意文上的学科木珸。

自清代始,珸 言学方面木悟性洞珸 出現 了"Zq言 文字之学"、"漕 言文字学"、"珸

言学"三 个.据"双 籍全文栓索系銃","珸 言文字之学"清 代4次,民 国1次;"珸 吉文

字学"清 代1次,民 国无;"iq言 学"清 代2次,民 国无 。
.cc
lC]言文字之学"的5次 如下・

初不能夏力西 国悟言文字之学,而 一r7西儒交接三十余年,其 人之学向心木知之者

深。(清 代 《皇朝経世文》四編巻 四十七 ・外部治道)

悟吉文字之学,則 力修好睦郛之所系 。(清 代 《皇朝経世文》銃編巻八十九考工

部三 ず 各)

假令人 自从事于悟吉文字之学,則 必得真矣 。(清 代 《皇朝経世文新編》鎮集巻

十六 ・夕卜史下)

二女既長,亦 工悟吉文字之学,甞 黄壕入宮力通澤,西 国命如之覲慈禧者,皆 二

女力佑 吉,以 故勢傾 中夕卜。(清 代 《清代野妃》巻下)

及十字軍哭役以后,西 欧与希膳、g刺 伯渚邦,来 往 日便,乃 大从事于希脂珸吉

文字之学,不 用翻懌,而 能lk!'里 士多徳渚賢之需,思 想大升 。(《 梁肩超文集・槍学

木之勢力左右世界》,1902年2月8日)

此数赴"培 言文字之学",星 然作力学科木珸使用。逮里要特剔提出来的是,章 太

炎先生在 《国粹学根》1906年 第十二、十三号上,友 表 了 《恰悟言文字之学》一文,

他圦力,作,`文 字、音韵、洲沽恵称的"小 学","則 以裘用古称,便 于指示,其 実 当名
`悟言文字之学' ,方 力礁切 。"章 氏的規 点很有意文,他 以一代大家的身价正式宣告佑

銃"小 学"的 葵結,林 志現代 珸言学的升始。
"珸 言文字学"的1次 児于修于1914 -1927年 同的 《清史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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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程 分 普 通 、 寺 冂 兩 美 。 普 通 学,学 生 必 須 通 刀,寺 冂 学,人 各 占 一 冂 或 二 冂 。

普 通 学 科 目力 経 学,理 学,掌 故 学,渚 子 学,初 級 算 学,初 級 格 致 学,初 級 政 治 学,

初 級 地 理 学,文 学,体 操 学,珸 吉 文 字 学 。(《 清 史 稿 》 巻 一 〇 七 ・志 第 八 二)

"珸 言 学"的2次 見 于 晩 清 曽朴(1872 -1935)1905年 出 版 的 《輩 海 花 》,

"迭 位 姑 娘 是 敵 国 有 名 的 人 物,学 向 扱 好,通 十 几 国 的 珸 言 学,実 在 是 不 敢 濮 犯 。"

(《 華 海 花 》 第 九 回)

現 据 先 生 悦,那 貴 国夏 姑 娘 精 通 悟 言 学,込 会 中 文,没 有 再 巧 的 好 机 会 了 。(《 華

海 花 》 第 九 回)

"悟 言 学"一 珸 在 学 木 著 作 中 出 現
,較 早 是1923年 尿 嗣 炳 的 《悟 言 学 大 意 》,后

有1931年 張 世 禄 的 《珸 言 学 原 理 》 。"当 吋,`悟 言 学'遠 一 名 称 迩 不 穏 定 。 日本 人 懌

¥¥`博 言 学',中 国 不 少 人 用`吉 悟 学'。 張 世 禄 在 《原 理 》 中 強 凋`,ba言 学'是 指 英 珸 中 的

linguistics,而 不 是 指philology,后 者 容 易 与`文 献 学'相 混."4

恵 而 吉 之,扠 悟 中 珸 吉 学 迭 一 学 科 的 指 称 木 悟 鑑 坊 了 从"小 学"到"珸 言 学"的 演

変 。"小 学"一 名,双 代 就 己作¥¥学 科 名,初 指 狭 文 的 文 字 之 学,后 漸 友 展 力 兼 包 文 字 、

音 韵 、 洲 沽 三 大 分 支,長 期 沼用,直 至 近 現 代 。 而 在"小 学"行 用 的 同 吋,初 唐 以 后,

漸 次 出 現"文 字 之 学"、"文 字 学"、"吉 珸 文 字 之 学"、"悟 言 文 字 之 学"、"悟 言 文 字 学"、

"珸 言 学"等 悦 法
。 章 炳 麟 倡 言"小 学"改 称"珸 吉 文 字 之 学",正 式 宣 告 佶 銃"小 学"的 葵

結 。在 現 代 中西 文 化 的 交 融 中,"珸 言 学"之 称 得 以碗 立,从 此 升 辟 了 珸 言 学 的 新 吋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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